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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支撑条件，是人流、物流、技术、资
金流、信息流等各种活动实现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既足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消费性服务业。
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各种活动的便利程度以及运输成本，关系到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国
际竞争能力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等各个方面。
同时，交通运输又是一个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占用和消耗资源巨大的重要基础部门。
　　我国综合运输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推进交通运输建设发展的过程中，综合运输体系
的发展思想和理论逐渐形成和渐趋成熟，并用于指导各时期的交通运输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做好
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建设便捷、畅通、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
都充分体现了建设和发展综合运输体系是国家意志、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
作者在文中认为，现代交通中五种不同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具有较大的差别，相互之间存在一定
程度的可替代性，发挥其各自的优势，进行合理的布局和结构组合，建立相互衔接、便捷、高效的运
输系统是发展综合运输、建设综合运输体系的基本目标，是交通运输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体现。
我国与发达国家是在不同的交通运输发展阶段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可以互相借鉴经验教训，通过深入
研究和科学规划，利用后发优势，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在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布局规划和建设
阶段，就按照综合运输体系的要求和结构优化的目标进行构建发展，少走弯路，以更短的时间和更佳
的路径完成体系构建与完善，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求的同时，实现资源
、资金的更有效利用和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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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进程，对综合运输体系理论的研究和
指导实践进行了归纳以及问题分析，主要内容包括综合运输体系理论的概念和内涵，我国综合运输体
系发展的理念和基本思路，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在构建中存在的问题，铁路、公路的地位与作用，铁路
体制改革，交通运输枢纽等。
《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理论与实践》适合于交通运输相关专业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科研人员
以及从事交通领域工作的管理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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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仁坚，1963年生，1983年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致力交通运输规划和综合运输发展政策研究。
经常在《综合经济研究》发表观点性较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内部参阅》上发表过
多篇文章。
出版的书籍有《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略》、《中国都市综合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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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概念和内涵　　第一节 我国综合运输提出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了改变工业落后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
进的建设发展时期。
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经验，整个经济建
设方针是以建立前苏联模式为目标，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计划
经济体制。
前苏联在此期间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技术援助，对我国的工业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也不断派送
人员到前苏联留学、培训。
　　在交通运输方面，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57年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
比1952年增加22％；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共约1
万公里；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都先后建成。
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通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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